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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開啟往後更大量的閱讀。

沉浸在這些虛幻故事多年後，年紀稍長，

他發現真實的世界更值得探究。於是，開始

廣泛閱讀各類書籍，從古詩詞、歷史、哲學、

宗教，到科普，甚至食譜。回顧這些閱讀經

驗，他認為早年看的科幻小說、諷刺文學，

如：馬克吐溫、狄更斯的作品，是有趣的；

而歷史、科普及各類宗教書籍，則讓他知道，

所有的事都有其脈絡；要正確了解一件事，

就必須爬梳其脈絡。

要說得「很有趣」才行

汪醫師認為，每個人都應該培養理性的思

維，從了解事情的脈絡開始。當我們對真相

了然於心，就不會人云亦云。更積極的層面，

當我們要破除他人的迷信，必須先知道「迷

信從何而來？」這裡所謂迷信，不限於宗教

領域，也包含各種誤信。他認為，對付假象

的唯一方法就是「告訴他事實」。這是個說

服的過程，一次說不通，再說一次，要不斷

不斷地告訴人們事情的真相。

但汪醫師強調，不能用「教訓」的方式，

也不能用「蘇格拉底式的論辯」，而是要說

得「很有趣」才行，才能收潛移默化之效。

稱汪醫師為「被醫師耽誤的作家」一點也不為過。他在繁忙的醫師工作之外，書寫

醫學科普書，用說故事的方式傳遞正確的醫學知識，著作兼具知識的正確性與趣味

性。他說，學生時代缺乏有趣的醫學科普書；現在，這個空缺，由他來填補。

採訪、撰文／趙瑜玲 

如果你逛書店時發現這幾本有趣的書《大

腦不思議》《醫療不思議》《醫療史偵辦

錄》，驚訝於作者對醫學怎麼懂這麼多？哈，

不用懷疑，這位「作家」汪漢澄本身就是一

位神經內科醫師，寫書只是他的副業，醫師

才是他不折扣的本業。

但是，大醫院經常掛不到號，醫師都很忙，

這位醫師怎麼有時間寫書呢？我們常常聽不

懂醫師說的話，為何這些書讀起來這麼輕鬆

易懂？聽說出書很難賺錢，醫師收入不錯，

為何要投入這種苦差事？

他以《法華經》中的「三界火宅」為譬喻：

要救出在火場中玩樂而忘記危險的孩子，直

接叫他們遠離危險是無效的，要用火場外新

穎有趣的牛車、羊車、鹿車來吸引他們，讓

孩子們為了搭車好玩而衝出火場。

空白我來補，故事我來說

用有趣的方式傳遞科學知識的那類作品，

尤其在醫學的領域，是汪醫師學生時代所

無緣得見的。畢竟懂科學的人不一定敘事有

趣，言語風趣的人不一定懂得科學。當飽讀

詩書的汪同學成為具備醫學專業的汪醫師，

他發現醫學雖看似嚴肅，但在鑽研的過程卻

處處都是精彩故事，只等著有人來說。於是，

他想為普羅大眾補足這塊空缺，他說：沒人

能做，我來做。

因此，六年前，當報社找他寫醫學專欄時，

他便欣然答應，並開始以趣味的風格來書寫

嚴肅的醫學。

知識趣味性 著作三連發

果然，充分展現知識趣味性的專欄，迅速

累積了讀者；在此同時，也被出版社的編輯

發掘。於是，他的第一本著作《醫療不思議》

  說故事的 
醫師作家

專訪新光醫院神經科主治醫師 汪漢澄

汪醫師在2021到2023短短三年間受邀出版了三本
有趣的醫學書：《大腦不思議》《醫療不思議》

《醫療史偵辦綠》；以說故事的方式解析艱澀的

醫學科普及醫療史，是非常值得一讀的好書。

這次，我們就來拜訪這位「被醫師耽誤的

作家」，幫讀者們解答以上疑惑。

飽讀詩書的理工男

在一般人印象中，飽讀詩書的通常是文科

學生；醫科屬於理科，「理工男」給人的印

象就是滿腦子數字與程式不是嗎？但是，萬

物之中總有異數。新光醫院的汪漢澄醫師從

學生時代就是一個愛讀課外書的孩子，從小

就喜歡科幻推理小說，也看了大量的歐美小

說與漫畫。這些書的啟蒙，為他開拓了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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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1年出版了。編輯形容此書為「不可

思議的大眾趣味醫學科普」，內容包含身體

的故事、疾病的故事、醫療的故事三部分。

第一本書之後，馬上又被另一家出版社相

中，力邀他出版了第二本書。《大腦不思議：

圖說腦科學發展的神奇時刻》迅速在次年出

版。博客來的書籍介紹這麼說：「文筆直白，

閱讀無障礙；堪稱簡明版腦科學教科書。」

書中更有多幅醫師親筆繪製的示意圖，豐富

了閱讀樂趣。

緊接著，原本的知名出版社再次追稿，

2023年出版了《醫療史偵辦錄》，是一本「一

位腦科醫師縱橫古今的推理報告」。

這三本書，目前都還在博客來網路書店熱

銷中，紙本書與電子書都能購買。目前，

他正著手下一本書，要帶讀者從名畫中看疾

病，想必也是精采可期！

把腦中的書「打字」出來

三年連出三本書，是多產的作家啊！忙碌

的汪醫師是怎麼做到的？

汪醫師語出驚人地說：「其實我寫書花最

多時間的是在打字，把腦中的故事打出來。」

他說，神話、文學，與歷史本來就是他所喜

歡的，從學生時期至今廣泛而持續的閱讀，

讓他累積了大量的知識與文史基礎。「這些

故事都是原本就在記憶中的，而這些醫學知

識也都是原本專業上就該知道的。」他說，

透過書寫，「我只是把這些看似不相關的事

連起來。」

汪醫師說起來雲淡風輕：「只是連起來」。

這其實是多麼不容易的事啊，得先透徹了解

兩者之間的關聯性，還要用有趣的方式說出

來；此外，身為一位醫師，寫出來的醫學知

識必須確保其正確性。

研究論文等級的查證

汪醫師書寫之前的查證功夫，絲毫不含糊。

他表示，雖然都是原本就知道的故事與知識，

一旦要寫成書，還是要反覆推敲，查證無誤，

才對得起讀者。因為針對比較專業的領域，

一般人無法辨認真假，沒有能力或工具去質

疑書的內容，只希望書中給他正確的答案。

因此，他寫書絕不會僅憑「想當然爾」就輕

率定稿，萬一有錯，會誤導大眾。他以「華

陀」這個人物為例，在《三國演義》跟《三

國志》裡的華陀，就截然不同。科普書寫，

不能為了趣味性而忽略了知識的正確性。

汪醫師強調，他寫書的查證功夫跟寫論文

不相上下，但並沒把資料來源列出冗長的

references，因為科普作品的讀者與科學期刊

的讀者不同，作者必須替他們負起把關的責

任。然而他並不覺得累，為了寫書而把原本

大概知道的東西查得更清楚確實，鞏固成為

學問，是很快樂的，他很享受這個過程。

追求新知，讓大腦亮起來

汪醫師告訴我們，當一個人學習到新知

識，內心發出「哇，原來如此」的讚嘆時，

心情大好之外，某些腦區的代謝會瞬間活

躍，功能性造影檢查中真的可以看到大腦的

皮質「亮起來」。他非常希望普羅大眾能主

動閱讀科普書，以科學的精神從懷疑出發，

追求正確的知識，也讓自己的大腦「亮起

來」。他以自己的經驗為例，剛踏入神經學

的世界時，他不了解酒精戒斷症候群中的癲

癇發作為何被稱為「蘭姆酒癲癇」，有一次

閱讀了《改變世界的植物》這本書，才聯想

到那極可能跟 17世紀來往於加勒比海蔗糖

產區的各類船隻船員大量飲用蘭姆酒有關，

頓時豁然開朗，心情大好。

他認為閱讀科普書與閱讀衛教書、養生書

不同。人們為了追求健康或面對某種疾病

而閱讀衛教養生書刊，是有目的性的，只是

被動地接受書的內容；而平時就主動閱讀科

普書，則能在反覆推敲的過程看到客觀的事

實，累積知識。

恐懼來自未知，知識才是解藥

他認為廣泛閱讀相關知識，客觀理性地探

究事實，非常重要。

在他的門診中，有些巴金森病人因為對巴

金森病認識不足，確診後陷入一種沒有根據

的恐懼。他們總認為巴金森是一種絕症，未

來就是會走上失能、失智一途，人生從此黑

白；面對漫長的病程，也不知如何與病共存，

惶惶不得終日。他認為這樣的恐懼來自對未

來的未知，其實醫師只要根據科學事實好好

的說明，病人就會明白雖然尚未出現根治的

方法，但巴金森病在所有的退化性疾病當

中，其症狀是相對容易控制的；而且因為病

程很慢，只要好好的治療，配合運動等各種

方式，仍然可以擁有很長時間的優質生活。

並且醫學進步很快，不斷的有針對巴金森病

的研究以及新療法出現，病友真的可以保持

樂觀積極的心態，無需過度憂慮。

訪談結束前，他特別表示要向臺大醫院吳

瑞美醫師以及病友團隊的所有工作人員致

敬。他認為吳醫師帶領編輯團隊出版《台灣

巴金森之友》會刊，幫助民眾對巴金森病建

立正確的觀念，是非常有意義的事。

汪醫師透過演說、寫作傳遞正確的醫學知識

陪伴醫院的病友出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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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腦中的書「打字」出來

三年連出三本書，是多產的作家啊！忙碌

的汪醫師是怎麼做到的？

汪醫師語出驚人地說：「其實我寫書花最

多時間的是在打字，把腦中的故事打出來。」

他說，神話、文學，與歷史本來就是他所喜

歡的，從學生時期至今廣泛而持續的閱讀，

讓他累積了大量的知識與文史基礎。「這些

故事都是原本就在記憶中的，而這些醫學知

識也都是原本專業上就該知道的。」他說，

透過書寫，「我只是把這些看似不相關的事

連起來。」

汪醫師說起來雲淡風輕：「只是連起來」。

這其實是多麼不容易的事啊，得先透徹了解

兩者之間的關聯性，還要用有趣的方式說出

來；此外，身為一位醫師，寫出來的醫學知

識必須確保其正確性。

研究論文等級的查證

汪醫師書寫之前的查證功夫，絲毫不含糊。

他表示，雖然都是原本就知道的故事與知識，

一旦要寫成書，還是要反覆推敲，查證無誤，

才對得起讀者。因為針對比較專業的領域，

一般人無法辨認真假，沒有能力或工具去質

疑書的內容，只希望書中給他正確的答案。

因此，他寫書絕不會僅憑「想當然爾」就輕

率定稿，萬一有錯，會誤導大眾。他以「華

陀」這個人物為例，在《三國演義》跟《三

國志》裡的華陀，就截然不同。科普書寫，

不能為了趣味性而忽略了知識的正確性。

汪醫師強調，他寫書的查證功夫跟寫論文

不相上下，但並沒把資料來源列出冗長的

references，因為科普作品的讀者與科學期刊

的讀者不同，作者必須替他們負起把關的責

任。然而他並不覺得累，為了寫書而把原本

大概知道的東西查得更清楚確實，鞏固成為

學問，是很快樂的，他很享受這個過程。

追求新知，讓大腦亮起來

汪醫師告訴我們，當一個人學習到新知

識，內心發出「哇，原來如此」的讚嘆時，

心情大好之外，某些腦區的代謝會瞬間活

躍，功能性造影檢查中真的可以看到大腦的

皮質「亮起來」。他非常希望普羅大眾能主

動閱讀科普書，以科學的精神從懷疑出發，

追求正確的知識，也讓自己的大腦「亮起

來」。他以自己的經驗為例，剛踏入神經學

的世界時，他不了解酒精戒斷症候群中的癲

癇發作為何被稱為「蘭姆酒癲癇」，有一次

閱讀了《改變世界的植物》這本書，才聯想

到那極可能跟 17世紀來往於加勒比海蔗糖

產區的各類船隻船員大量飲用蘭姆酒有關，

頓時豁然開朗，心情大好。

他認為閱讀科普書與閱讀衛教書、養生書

不同。人們為了追求健康或面對某種疾病

而閱讀衛教養生書刊，是有目的性的，只是

被動地接受書的內容；而平時就主動閱讀科

普書，則能在反覆推敲的過程看到客觀的事

實，累積知識。

恐懼來自未知，知識才是解藥

他認為廣泛閱讀相關知識，客觀理性地探

究事實，非常重要。

在他的門診中，有些巴金森病人因為對巴

金森病認識不足，確診後陷入一種沒有根據

的恐懼。他們總認為巴金森是一種絕症，未

來就是會走上失能、失智一途，人生從此黑

白；面對漫長的病程，也不知如何與病共存，

惶惶不得終日。他認為這樣的恐懼來自對未

來的未知，其實醫師只要根據科學事實好好

的說明，病人就會明白雖然尚未出現根治的

方法，但巴金森病在所有的退化性疾病當

中，其症狀是相對容易控制的；而且因為病

程很慢，只要好好的治療，配合運動等各種

方式，仍然可以擁有很長時間的優質生活。

並且醫學進步很快，不斷的有針對巴金森病

的研究以及新療法出現，病友真的可以保持

樂觀積極的心態，無需過度憂慮。

訪談結束前，他特別表示要向臺大醫院吳

瑞美醫師以及病友團隊的所有工作人員致

敬。他認為吳醫師帶領編輯團隊出版《台灣

巴金森之友》會刊，幫助民眾對巴金森病建

立正確的觀念，是非常有意義的事。

汪醫師透過演說、寫作傳遞正確的醫學知識

陪伴醫院的病友出遊交流


